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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老剧目尽显燕赵底蕴

2020 年 11 月 23 日，石家庄精英剧场，
河北梆子演唱会。

河北梆子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彭
蕙蘅正在表演《窦娥冤》。

当她唱到“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
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
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时，激越的唱腔
令全场观众为之动容。

“400 多年了，这部剧穿越了时空，至
今还有这样的感染力，不得不说魅力非凡。”
原河北师范大学博导、元曲研究所所长杨栋
感慨。

《窦娥冤》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窦娥童年
被卖、婚后守寡，遭人陷害被屈打成招又被斩
的凄惨经历。

“这部剧原名《感天动地窦娥冤》，作者关
汉卿是河北祁州人（今安国）。这部剧作为中
国元杂剧的典范，是我国杂剧创作史上的巅
峰之作，也是中国悲剧艺术上的高峰。”杨栋
说，“这部剧的台词非常凝练，语言表达已经
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生动，通俗，看似简
单，实则每个字词都经过锤炼。”

“窦娥在被官府严刑逼供时唱道：恰消
停，才苏醒，又昏迷。挨千般打拷，万种凌逼，
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尤其是后三句短短
九个字，画面感太强了，让人听来头皮发麻。
台词是戏剧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用语言打
动人、震撼人，这部剧做到了。”杨栋认为。

生活中，人们至今还常用“比窦娥还冤”
“六月飞雪”等来形容不公遭遇，可见《窦娥
冤》这部剧深入人心。资料显示，近现代曾有
80多个剧种演绎过《窦娥冤》，这部剧的广泛
群众基础可见一斑。

“六月飞雪、血溅白练、大旱三年三个夸
张大胆且迷幻的设计，令这部剧超越了现
实。六月飞雪的设计出自‘邹衍下狱’，大旱
三年出自‘东海孝妇’，但是经过作者前面的
故事铺垫，窦娥的三桩誓愿以诗的语言、戏剧
的形式表现出来，反映出生命的可贵本质与
当时生命低贱的现实的鲜明对比。这种超现
实的情节控诉，凸显了窦娥对生的执着、对死
的不甘，使作品的悲剧氛围更加浓厚，也使这
部剧更加震撼人心。”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
院副院长赵惠芬说。

艺术，只有贴近生活和人民，生命力才会
旺盛。早在数百年前，关汉卿就发现了这一
点，并将其贯穿于作品中。

这部剧除了主角窦娥，每个人物都个性
鲜明。

放高利贷的蔡婆在窦天章抵押女儿换路
费时赠送 10 两银子，她不曾虐待童养媳窦
娥，只是胆小自私，是一个生活在元代的典型
的小市民形象。

张驴儿父子的贪婪，州官的腐败，窦娥的
贞孝，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好像就在观众
身边。

“观众被感动，除了人物设定的精准，更
重要的是作者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关汉卿通
过一个安分守己青年寡妇的毁灭，批判元代
政治的黑暗、官吏的腐败和其他种种社会问
题，宣泄积蓄在被压迫被欺辱的广大群众中
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
鸣。”杨栋分析。

2021年9月23日，石家庄。
90岁高龄的沈春林拿出一张黑白照片，

个子高高的他站在最后排中间，“这是 1960
年，我们在上海学习《墙头马上》剧目时，和上
海戏曲学校及昆曲班学员的合影。”

这张照片让老人陷入回忆。
《墙头马上》作为白朴在河北创作的经典

爱情剧，近代以来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未被搬
上舞台。1958年，上海戏曲学校将原本四折
的剧目改编为九场，用昆曲表演。1960 年，
河北省京昆剧团派出了十余人的精干力量前
往学习，沈春林是其中一员，他学习的是裴少
俊的父亲裴行俭一角。

一个多月后，这部剧承载在这一批年轻
演员身上，回到河北大地。

“由河北省京昆剧团改建的河北省京剧
团，在 76 年的剧院演出中，有 4 出最拿手的
戏——‘扈玉金墙’，指的就是《扈家庄》《玉
堂春》《金山寺》和《墙头马上》。”河北省京剧
艺术研究院院长、书记李平芳介绍。

《墙头马上》原名《裴少俊墙头马上》，是
元杂剧四大爱情剧之一，由我国著名元杂剧
作家白朴在真定（今正定）创作。

“说它经典，是因为白朴打破了常规，塑
造了比《西厢记》中崔莺莺一角更直接、更大
胆的李千金形象。”赵惠芬说，李千金直率、热
烈、敢爱敢恨，在封建礼教之下，李千金尽力
维护爱情的同时也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人格，
把封建道德和封建伦理扔到脑后，理直气壮
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古以来，坏人得到惩治、爱情终得圆
满，是观众乐于看到的戏剧结果。“这部剧也
不例外，尤其是鲜活的语言、清丽的唱词，也
增加了这一作品的文学性和观赏性，使之成
为经久不衰的剧目之一。”赵惠芬说。

编创戏：改编打造河北韵味

2021年8月14日晚，石家庄欧韵公园。
鼓师薛红刚的鼓槌敲得越来越急越来越

快，突然一停顿——票友高亢的丝弦唱腔骤
起：“见校尉两边排，丢失金印愁肠在！”

鼓槌在灯影下连成一片，高腔在夜色里
传出老远，叫好声接二连三。

“这段唱词出自丝弦传统剧目《空印盒》，

“声声”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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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石家庄市丝弦剧团首演。1957年剧团进
京演出，《空印盒》是重头戏之一。周总理三
次观看这一剧目，题的词至今还保留在我们
剧团。1960年，这一剧目又被拍成电影，走
向全国。”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团长刘如夺
介绍。

《空印盒》由河北著名剧作家毛达志根
据丝弦传统戏改编，它讲述明代钦差巡按何
文秀和老家院周能乔装私访，惩治贪官陈坚
和恶霸孙龙的故事。

这部剧的故事情节，在河北梆子《胭脂
褶》、越剧《何文秀私访》、京剧《失印救火》等
剧目中都能找到似曾相识的片段，但毛达志
的改编丝弦版《空印盒》情节设置更加紧张，
戏剧冲突更加强烈。

京剧版和越剧版气氛诙谐，可矛盾并不
强，故事结构也相对松散；越剧版中被霸占
的女子则被设定为钦差何文秀的妻子，霸占
民女的是知府陈坚；而在丝弦版《空印盒》
中，被霸占的是民女，作恶的是恶霸，人
物关系和戏剧冲突更为凝练，也超脱了个
人恩怨。

“改编后的《空印盒》，情节跌宕，可
以说一环套一环。何文秀的大意、周能的
智慧、孙龙的构陷等，作者制造出重重戏
剧矛盾，推动故事悬念丛生，牢牢抓住观
众。”赵惠芬认为。

戏曲评论界认为，丝弦是农民的文学、
农民的语言，浸透着农民的朴素，也有着农
民的幽默。

这一点，在《空印盒》剧目的台词中，尤
为突出。比如恶霸孙龙自称都是‘俺’，在面
对孙龙的逼迫时，周能唱：“在家靠父母，上
船靠船主。好心把咱渡，你还瞎嘟噜。”

不管是“俺”还是“瞎嘟噜”，都具
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也极具丝弦剧种的地
方个性，也就更受到众多基层群众的
欢迎。

除唱念做打等基本交代外，这部剧还
详细描写人物动作和心理。比如第七场末
尾这样安排：周能抱空印盒下，何文秀心
中异常烦躁，纱帽翅左动右停，右动左
停，然后上下打。何文秀摘下纱帽，愈看
愈气，欲砸帽，又止，颓废地走下。

“毛达志非常熟悉丝弦剧种特点，”刘
如夺介绍，当时何文秀的扮演者是王永
春，“在这出戏中，王永春施展他的表演
才能，将何文秀演绎得惟妙惟肖，演出很
成功。”

2021年10月9日，石家庄市长安公园。
老戏迷王显山把播放器摁到了重播

键，“听多少遍都不烦，这词这腔，越听越
有劲儿，越听越有味儿。”边说，他拍打着
膝盖哼起来，“来到家门前，门庭多凄冷，
有心把门叫，又恐妹受惊，未语泪先淌，

暗呀暗吞声。”
这段唱词以及唱腔是河北梆子版《钟

馗》独有的。
20世纪80年代初，河北著名戏曲表演

大师裴艳玲观看上海昆剧团《钟馗嫁妹》后，
深受感动，自筹经费准备排河北梆子版的

《钟馗》。
“原《钟馗嫁妹》多为一折，改编首先需

要一个完整的剧本，河北省著名剧作家、音
乐家方辰接下了这一重任。”李平芳介绍，

“剧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创新，把钟馗因貌
丑不中改为科考作弊，增加了杜平这样一位
正义青年，也就有了把妹妹嫁给杜平的托
付。相比原版本，故事情节更加丰富。”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钟馗》是鬼剧，
呈现出来的却不是恶鬼，而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丑中见美的鬼，靠的就是剧本、
舞美、唱腔、动作设计等的综合呈现。

“你看舞台上，钟馗外罩红官衣，带桃翅
纱帽，手中一把折扇，抖肩、抖胯、耍扇，夸张
优美；三起三落的朝天蹬拾扇动作极富情感
层次；‘嫁妹’一场，钟馗踟蹰盘桓，不敢贸然
夜入家门的身段，欣慰喜悦的照镜、整衣、理
髯和与妹诀别时忍悲作喜的表演，魅力无
穷。”赵惠芬说。

这部剧中，设计不止于此。
李平芳回忆，1985年排演这部剧时，正

流行霹雳舞，技术导演在“洞遇”一场中，加
入小鬼们身穿高弹裤、紧身衣，集体跳霹雳
舞的动作。“在‘行路’一场中，五鬼和钟馗走
到悬崖峭壁处如何下去，设计了6种不同的
舞蹈动作，往往是一亮相观众就掌声不断。”
配合灯光、布景等出众的舞美设计，改编后
的《钟馗》演一场火一场，成为河北梆子剧种
的经典剧目之一。

《钟馗》的改编成功并非独有。
经过河北戏曲编剧、导演、演员们的重

新编排和演绎，从河北地方戏走向全国的剧
目还有很多，比如家喻户晓的《宝莲灯》和

《哪吒》等。
在戏曲艺术史上，剧目间的借鉴和移植

比较常见。这些剧目的成功，一方面说明河
北戏曲人才济济，另一方面，也是因河北地
方剧种品类多样，能很好地承载、发挥改编
后的新剧目。

新编戏：新编戏道尽河北风物

除了流传百年的传统戏和浸染河北味
道的编创戏，近现代戏曲史上，河北还上演
了众多的新编戏。这些剧目，有的是根据身
边的人、事进行改编，有的是天马行空的创
造。它们在内容上紧贴时代，节奏上紧凑明
快，用戏曲的语言和艺术形式，讲述着我们
身边的故事，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

2021 年 8 月 23 日，82 岁的叶志刚在家
埋头修改《评剧史稿》手稿，他曾担任石家庄
市评剧院一团团长、成兆才研究会副会长。

得知记者的来意，叶志刚放下眼镜，“要
说河北近现代戏曲中的新编戏，评剧《杨三
姐告状》可不能不提。”

“这出戏最大的特点是剧目上演和真人
真事几乎同步推进。”叶志刚说，《杨三姐
告状》由评剧创始人成兆才编写，演出后
在全国引发轰动。

时间倒回到1919年。成兆才带领“警
世戏社”在哈尔滨演出，一名经商的同乡
到哈尔滨看望成兆才，聊起 1918 年滦县
（今滦州） 冯家狗儿庄杨家二女儿蹊跷死
亡、三女儿状告无门的事。成兆才以剧作
家的敏感，很快将其写成70余场的《杨三
姐告状》（又名《枪毙高占英》），并在庆
丰剧院首演。

“这部剧诞生在五四运动之后，除了最
后判案的直隶高等审判厅检察长华治国
外，剧中人物几乎都是真名真姓，并且在
案件尚未判决前，在舞台上戏剧性枪毙了
高占英，在国民反封建思潮的推动下，全
国掀起了枪毙高占英的呼声。”叶志刚说。

这部剧是当时旧中国的一面镜子，也
是唤起民众反封建意识的一部鲜活文化产
品。成兆才精准抓住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借助戏曲形式进行反映，大获成功。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 《杨三姐告
状》，是以成兆才的剧作为蓝本，评剧人进
行多次改编后压缩到17场的版本，也是众
多评剧院（团）今天还在上演的版本，改编后
的版本更适应社会发展，矛盾冲突更集中，
人物表现力更强，成为全国所有评剧院（团）
的保留剧目。

1981年，这部剧被改编为电影，由谷文
月、赵丽蓉等人主演，再次轰动全国。

文艺作品的批判使时代进步。文艺作
品的讴歌也使人受到鼓舞。

2021年10月8日，河北电影制片厂。
“如何写，是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

著名编剧孙德民说的是2016年他编写的河
北梆子剧本《李保国》。

作为一位拿过文华奖、九获全国五个
一工程奖的金牌编剧，孙德民说的难到底
难在哪呢？

“以往，我们的戏曲剧本都是写故事，
从起因到高潮到结尾，而这部剧是塑造
人。”孙德民回忆，“写时代楷模、英雄的
剧本很容易陷入套路，怎么写，才能让楷
模更贴近群众、反映人性，是新时代现代
戏面临的最大困难。”

贴近群众的细节哪里来呢？
（下转第十版）

石家庄市丝弦剧团表演石家庄市丝弦剧团表演《《宝莲灯宝莲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陈其保摄陈其保摄））

石家庄丝弦经典剧目石家庄丝弦经典剧目《《空印盒空印盒》》剧照剧照。。
本报资料图本报资料图

正定县常山影剧院演出评剧版正定县常山影剧院演出评剧版
《《墙头马上墙头马上》。》。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陈其保摄陈其保摄））


